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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跨文化对话（25辑）》内容包括了：赵汀阳／民主的最小伤害原则和最大兼容原则、吴良镛／
儒学文化与曲阜城市（及其地区）的建设、［法］勒克莱齐奥／老舍，一个北京人、［法］茱莉亚·
克里斯蒂瓦／一个欧洲女人在中国、［法］高宣扬／爱与美：与程抱一的对话录、［法］汪德迈／汉
文化圈的新聚合、［美］林毓生／自由主义、知识贵族、公民德行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文化对话（25辑）>>

书籍目录

卷首语民主新思考赵汀阳 民主的最小伤害原则和最大兼容原则燕继荣 解读中国式民主俞可平 让民主
造福中国[法]皮埃尔·卡蓝默 参与式民主与治理的原则[法]陈力川 从模式的民主到经验的民主温海明 
后现代视域中的“儒家民主”——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说起张源 “有德的美国”：民主
如何结局?——读瑞恩：《有德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帝国的诉求》沈大力埃德加·奠兰敲响西方文明
的警钟文化传承与空间发展刘森 儒学文化与空问发展论坛[法]马克·孟毅 一个跨文化主题：空闻与文
明之间的关系——在曲阜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吴良镛 儒学文化与曲阜城市（及其地区）的建设——在
“曲阜·儒学文化与空间发展”国际论坛上的讲话[法]玛丽安娜·巴斯蒂德－布鲁盖尔 清末欧洲旅客
眼中的曲阜及其文化资产[法]皮埃尔·克莱芒 曲阜：全面展示和体现城市的价值——以外国人的眼光
看待2500年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法]林志宏／[法]顾乃安 文化景观与地域记忆——论曲阜及世界遗产[
法]阿兰·苏皮欧 法律的地域属性谢安庆 礼乐时空与文化圣城勒克莱齐奥与中国董强 对话勒克莱齐奥
许钧 又见勒克莱齐奥钱林森 永远的行者：勒克莱齐奥与中国[法]勒克莱齐奥 老舍，一个北京人克里斯
蒂瓦在中国[法]茱莉亚·克里斯蒂瓦 一个欧洲女人在中国董强 克里斯蒂瓦对当今中国文化思考的启发
张锦 理论之思：当异质文化被并置时——从克里斯蒂瓦的讲座谈起程抱一研究[法]高宣扬 爱与美：与
程抱一的对话录[法]薇罗尼克·布里安 程抱一作品中的禅宗佛教和俄耳浦斯之道牛竞凡 石膏与木声的
应和——试论程抱一法语诗歌中的意象特征方法论[法]让-保尔·罗赛 思想史研究：方法、目的与地
位[法]汪德迈 汉文化圈的新聚合[法]利大英 战后政治经济领域内几位最有想象力和分析力的思想家略
谈前沿碰撞[美]林毓生　自由主义、知识贵族、公民德行——林毓生答记者问[法]阿兰·李比雄 字词
与互动认知的游戏[美]颜海平 “我的梦”：跨文明境遇中的价值意象和差异认同说东道西马征 从三本
他传看英语世界的“纪伯伦形象”转变王咏 旅行叙事与东方镜像：从电影《绢恋》的象征意义谈起新
书评点杨立华 注释的技艺或技艺的注释——读瓦格纳的《王弼研究》张西平 在世界范圈内考察中国
文化的价值——读《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袁筱一 寻求理性的理解——读钱林森先生《中法文化对话
集》信息窗四大丛书启动——东方出版中心组稿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中法视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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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条标准：由于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帝王持续的支持，使得历史上有杰出的艺人与工匠能够参
与创造和不断重建孔子的纪念建筑和景观，从而曲阜的文物整体上具有非凡的艺术价值。
　　第四条标准：曲阜的建筑风貌总体上反映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物质文化的演进。
　　第六条标准：孔子在哲学、政治学方面对亚洲国家，乃至18、19世纪对西欧国家的贡献，是影响
现代世界的思想和政府形式演变最为显著的因素之一。
　　孔庙、孔府和孔林作为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与教育家孔子的庙堂、后代宅第和墓地，坐落于山
东省曲阜市。
曲阜市的这三处建筑群交相辉映，使其不仅成为著名的历史遗迹，更由于孔子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
地位，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人文社会景观。
在曲阜，到处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弟子以及他的追随者不同的踪迹。
　　孔庙是为纪念孔子于公元前478年始建，历史上曾受损，后又重建，现有建筑物逾百座。
孔子故居及其弟子的居所的不断修缮传达了孔子后人们对他的学说的尊重、崇拜和弘扬的信息。
孔府是由当年孔子住过的小屋而逐渐演变成的庞大的贵族府第，其建筑物尚存152座。
孔子弟子的住所亦散落在很广阔的地带，它与孔庙平行。
在那儿，孔子后人们从各自家庭的内部到外部的世界继续遵循着孔子学说的原则。
　　孔林内有孔子墓和超过十万后人的墓地。
这个曾聚集了已经过世的孔子子孙的地方，继续接待着前来造访的人们。
人们亦虔诚地遵守着传统的丧葬礼仪。
在这三处建筑文物周边曾经一直居住着众多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居民。
他们像孔子家族的前人们一样，保留着依然在世的孔子后裔们的德行与操守，按照不同的社会阶层与
社会角色去实施可行的建筑与城市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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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民主不是价值，而是实现公共选择的一种政治技术手段。
民主也未必是好的，民主好不好要取决于它的约束条件。
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早就发现，专制以强凌弱，民主以众暴寡，两者都是违背公正的暴政⋯⋯既然
民主所决定的公共选择必定有损部分人的利益，那么民主有义务使这一伤害降到最低程度，否则民主
就变成赢家对输家的专制。
这可以称为“民主的最小伤害原则”⋯⋯如果一种观念与已经证明为普遍优越的事物不能兼容，则一
定是坏的；如果一种观念与尽量多的已经证明为普遍优越的事物是兼容的，它虽然未必是最好的，但
一定是诸种好观念中的一种，这种观念必定对于所有人都至少不是一件坏事。
这是民主的“最大兼容原则”。
　　——赵汀阳／《民主的最小伤害原则和最大兼容原则》　　⋯⋯“对他者的接待”并非指在一种
大模式对其他所有模式的支配下，让差异简单地并存；相反，在多样性中的“对他者的接待”要求我
们考虑到其他的逻辑、其他的自由，使得每种生活方式都能更加多种多样、更加复杂。
我与欧洲一道寻找其定义的“人性”，也许只是一种不断复杂化的进程。
也许复杂是可以用来形容“欧洲文化”的另外一个词？
　　我并不对那些在第三个千年可能出现的灾难视而不见。
精神因无休止的计算而荒芜？
人类的物种遭受技术性的自动化？
生态末日？
我的欧洲信念并非只是表面上乐观而内心绝望：我希望它能够做到应对这些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进攻的
威胁。
同时，也希望它能配得上我们文化的潜力。
今天，我们既能充分考虑到这一文化所面临的风险，又能看到它向我们展示的远大前景。
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能创造出我在开头讲到的与中国经验的相遇，而今天，这一中国经验已经让欧
洲以及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法）茱莉亚·克里斯蒂瓦／《一个欧洲女人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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